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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中酒协将与泸州市在做
好泸州产区生态保护和立法、产区产
业规划、产区推广拓展、产区平台建设
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助力泸州加快
建设世界级优质白酒产业集群。”7月
28日至 29日，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
书玉一行来到四川泸州，对泸州市白
酒产业重点项目建设、产品生产销售
等情况开展调研。

从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泸州深度
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积极
抢抓国家白酒产业政策调整等发展机
遇，统筹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坚持新发展理念，坚

持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世界级千亿
白酒产业集群。

“美好生活需要美酒相伴，美酒就
是高质量高品质的酒业。泸州未来要
不断提升白酒品质，实现高质量发展，
实现整个产业的升级，品质的升级。”
宋书玉理事长对泸州白酒产业发展赞
誉有加。一直以来，泸州在白酒产业
发展上不遗余力、创新开拓，是白酒产
区发展的引领者，特别是在新版《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实施前，深化中国
白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白酒产业
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在泸州举行，为
白酒产业发展指明了新方向。

近日，重庆市奉节县召开 50 亿
级眼镜产业发展专题会议，计划以

“补链强链延链”为抓手，狠抓基础
设施建设、眼镜招商引资、产业培育
及营商环境优化，打造年产值 50亿
元的眼镜产业集群，建成全国第六
大眼镜生产基地。

目前，奉节共有签约入驻眼镜
企业 16 家，投产 12 家，具备年产镜
架（成镜）6200 万副、镜片 1.1 亿副、
隐形眼镜 1000 万片、眼健康产品
1500 万套、眼镜模具 2500 套的规
模，拥有发明、外观设计、实用新型
等各类专利 42 项，拥有“致广大”

“三峡视界”“夔州眼镜”等三个区域
商标。奉节将瞄准 50亿级目标，加

快建设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贸易
结算、总部经济于一体的眼镜产业
集群。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奉节将突
出在规划建设方面抢时间，全面加
快眼镜配套门市、小微创业园、标准
厂房、眼镜特色小镇及配套设施等
项目建设，为招商项目落地提供有
利条件。招引眼镜产业关联企业，
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链，做大眼镜
产业综合产值。通过领导招商、以
商招商、乡情招商等多样化招商方
式，吸引更多企业来奉投资建厂。

打造优质的服务环境，指导企业健
全财务制度，规范企业财务管理;支
持企业开展品牌培育，提升产品附
加值。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优化
市场环境，精简审批流程，提升开办
企业效率，推动企业快速落地投产，
释放新产能，搭建银政企交流平台，
支持企业融资贷款，扩大产能。打
造整洁的人居环境，加强市政环卫
管理，完善生活娱乐配套，为企业家
及员工“留得下、住的稳”创造良好
的条件，帮助企业健康迅速发展。

（左志竟 方历朝）

为弘扬工匠精神，展示技能实操水
平，提升山东工艺美术行业人才队伍
建设，近日，“山东工美人”举办工艺美
术行业（工艺雕刻）实操竞赛。

本次活动集结了山东工艺美术界

陶瓷（黑陶）、琉璃雕刻从业者 50 人。
在实操竞赛现场，参赛选手们聚精会
神地雕刻着自己的作品，方寸之间见
匠心。

（张力元）

北京奥康达、深圳领先、上海美凯等
体育龙头企业正有序生产；盛鑫体育、激
浪体育等一大批新上体育项目正快马加
鞭加紧施工，物流车辆、施工车辆来回穿
梭……在山东省庆云县，体育产业发展如
火如荼。

庆云县地邻渤海，是典型的海浸区，
自古有南北十八苦村之说。盐碱地不适
宜农作物生长，却催生了众多体育器材生
产销售企业，“长”出一个庞大的体育产业
集群，并形成了以上海美凯体育、深圳领
先体育、北京奥康达体育、烟台激浪体育
等外来知名企业为龙头，世纪星体育、京
奥体育、冀鲁体育等本土成长型企业为骨
干，博林体育、鹏之泰体育等配套加工企
业为支撑的产业集群体系，体育产业年生
产总产值达40多亿元。今年3月，庆云县
获评“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称号。

机缘巧合体育产业落地生根

上世纪70年代，庆云县因地碱水咸，
不适宜庄稼生长。为解决吃饭难的问题，
很多群众选择外出经商，形成了“万名货
郎闯关东”的局面。特别是在崔口镇，许
多村民到附近县市体育用品企业打工，在
积累了一些资金和技术后，很多人选择回
乡创业。久而久之，镇上逐渐形成了众多
生产体育产品的家庭作坊，他们前店后
厂，数量可观，逐步形成体育用品生产销

售集聚地，体育产业初具雏形。
“1997年，我们初创公司，当时就在

家里配备几台切割机、电焊机，主要依靠
人工进行简单地加工制作，产品也都是一
些简单的校园体育器材，开始接一些小订
单。”说起20多年前的创业经历，庆云县
京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温金粉感
慨颇深。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2000年左右，
家庭作坊逐渐完成向民营企业的蜕变，他
们纷纷成立体育器材公司，奠定了体育产
业发展的基础。 2014年，庆云县崔口镇
获评“山东省首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称
号，庆云体育器材产业发展开始步入正
轨。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庆云已培育各
类体育制造及销售企业142家，通过国体
认证企业达到4家，产品由最初的低端武
术健身器材，发展至如今的室内外健身器
材、塑胶跑道、海绵产品、文教用品、玻璃
仪器用品等十大系列上千个品种，吸纳从
业人员5万余人，产业集聚度持续攀升。

抱团出海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昨天市里召开了大会，鼓励企业改
革创新，打造内陆对外开放新高地，这为
咱们产业发展提振了信心、指明了方
向。 ”7月28日，庆云县世纪星文体器材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海生召集部分体育器

材生产企业负责人召开座谈会，一起分析
当前经济运行形势，鼓励大家抱团抢夺大
市场。之所以张海生组织此次活动，因为
他有另外一个身份——环渤海体育产业
联合会会长。

虽然庆云的体育企业数量多，但大多
都生产低端产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产品单一、技术含量低等发展瓶颈逐步显
现，如何突围？

2016年7月，庆云县联合全县体育生
产加工企业，成立环渤海体育产业联合
会，为企业寻求发展新思路、搭建合作平
台，通过抱团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合力
抢夺大市场。协会鼓励企业依据自身特
点，选择产品研发方向，形成低端产品、中
高端产品有序错位发展，并由此形成门类
较为齐全的市场竞争优势。同时，庆云县
发挥联合会作用，打造全县体育产业的公
共服务平台、互助合作平台、对外拓展平
台，发挥技术创新、采购供应、融资互助等
联盟作用，降低配套成本，提升联盟企业
的抗御融资风险能力，努力使产品由价值
链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目前，庆云县体育产品已覆盖全国各
省（市、自治区），过四成的产品销往亚非
欧美的50余个国家和地区，海绵垫、跳高
标杆、运动地板、运动座椅等设施装备多
次入选奥运会、亚运会、大运会等综合型
体育盛会采购范畴，体育产业全国市场占

有份额不断扩大，体育器材成为庆云产业
发展的靓丽名片。

完善机制打造体育产业新高地

世纪星文体器材公司是一家本土企
业，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企业经
营带来严重影响，3至5月份订单同比下
降50%，但6月份订单快速回升，这给企
业运转带来了一定的资金压力。

得知这一情况，庆云县金融部门积极
应对，联合全县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资
金支持。“500万元的低息贷款，切实缓解
了资金压力，给企业发展注入鲜活的血
液。 ”该公司副总经理托寿林说。

庆云县将体育产业列为全县六大产
业之首重点培育，完善体制机制，厚置产
业基础和后发优势，全力打造体育产业新
高地。该县成立由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
人为组长的工作专班，重点推进体育产业
链条延伸、壮大、集聚等工作。专门规划
建设体育产业园建设，推动政策、资金、人
才等要素资源优先保障支持。设立5000
万元新旧动能转换基金，健全体育产业发
展财政扶持体系，积极推动金融活水更好
地浇灌体育产业。与南开大学、天津工业
大学、山东大学等知名院校搭建合作平
台，实现产学研无缝对接，保障体育产业
发展的科研和市场体系支撑。组建企业
开办代办帮办队伍，实施重点审批手续项
目帮办代办，根据企业群众需要提供个性
化套餐服务，实现“企业开办一日落
地”。

（张志宁 王凡存 张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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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加快建设世界级优质白酒产业集群 重庆奉节县打造50亿元级眼镜产业集群

山东庆云县：盐碱地“生”出体育产业

“山东工美人”吹响工艺美术行业

（工艺雕刻）实操竞赛集结号

自行车童车产业作为河北省平乡
县支柱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相关企
业不断集聚，区域化产业配套设施完
善，逐步构建了以品牌和质量求生存，
以创新和研发为动力，以玩具和婴童用
品为扩展，形成继珠三角、长三角、天津

之后的“第四大自行车产业集聚板块”。
目前，该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自行

车零配件生产基地、童车生产基地，自

行车童车生产企业、加工摊点超过5000
家，年产自行车、童车及玩具1.45亿辆，
其中童车产量占国内市场的70%、国际

市场的50%，销售收入达200多亿元，形
成了覆盖上千个品种的县域核心产业。

借助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平乡县

鼓励引导自行车童车产业提档升级、研
发新产品抢滩海外市场。目前，该县自
行车童车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还远
销欧盟、非洲、南美洲、东南亚、中东的
60多个国家和地区。

（烟成群 李丽钧）

河北平乡县形成全国“第四大自行车产业集聚板块”

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簇桥街
道，一双巨大的女鞋模型矗立在路边，
提醒人们已进入鞋的世界。簇桥有

“中国女鞋之都”的美誉，20世纪 90年
代至今，已聚集 500多家鞋厂商户，每
年有上亿双鞋子从这里卖到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外贸订
单损失过半，门店客流量骤减……让
正在转型中艰难求存的“中国女鞋之
都”雪上加霜。但是，500 多个“小老
板”、5000多名“鞋都人”并没有倒下，
反而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大破大立”，
闯出了一条转型突围之路。

今年一半外贸订单没了
从生产线开始“突围”

打边、上底、打花、制面……在成
都卡美多鞋业公司的制鞋生产线上，
工人们正在认真制作鞋子，经过 300
多个工序打磨，一双鞋子才能完美下
线。

每天一大早，鲜畴秀就到厂里“盯
着”，作为成都卡美多鞋业公司总经
理，她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厂里。

卡美多在成都 20多年，一直以外

贸出口为主，疫情发生后，今年的外贸
出口订单几乎停滞。

“最初几月，外贸订单减少 50%，
很煎熬。”鲜畴秀说。

面对困境，政府成立专班，上门为
企业“问诊”，促复工复产；鲜畴秀也决
心进行内部改革。

她带着员工将重心转向国内市场，
优化原有生产线，生产效率提高30%。

“原生产线较冗长，一个工人只做
一个步骤，现在一个人可以做多个工
序，提升了效率，工人也有了更多技
能。”鲜畴秀说。

综合技能提升了，普通工人的月
工资从人均 3000元涨到 4000元，技术
工人的月工资普遍增加了 2000—3000
元。

“现在学习的东西多了，收入增加

了，也更有收获了。”员工苏亚辉说。

销售端寻求“革新”
搭上直播时代流量“快车”

“我们较早捕捉到了直播的契
机。”成都市武侯电商产业功能区管委
会副主任叶晓隽说，成都正加快打造
女鞋电商直播基地。

在四川阿么鞋业有限公司，男主
播赵映财以 16 万元的销售业绩成为
公司 6 月份的销售冠军。此前，他只
是库房一名搬运工。

疫情后，库房没活干了，他响应公
司号召转行做起主播。“最开始直播间
只有几十个粉丝，还是老婆找来捧场
的。”他笑着说。

“我在库房摸过几百万双鞋，在直
播间，我就讲鞋子的材质、走线等专业
内容。”赵映财说。

彭梦月是最早加入“中国女鞋之
都”直播基地的主播之一。去年 11
月，她刚来直播基地时，设备、人员、货
物都不完善，现在，主播多了，销量大
了，自己的收入也提高了一倍。

“我们正在原有鞋业产业链之外，

再打造一条直播产业链。”四川西部鞋
都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黄富豪说，直
播基地已拥有 30余间直播间，培养主
播 20余名，每月线上销量 5万余双。

从单一走向多元
全链条创新领跑“下一站”

“来看时尚凉鞋！”“简约新款来
了！”最近，“朗翼”鞋店店长李钦经常
在朋友圈吆喝。

疫情后，李钦鼓励员工们多学东
西，以前只需在门店接待客人，现在要
学习更多销售技巧，多用社交媒体宣
传推广，写文案、懂引流，掌握更多营
销渠道。

“现在，店员们精气神恢复了，干
劲很足。”李钦说。

疫情后，阿么鞋业公司不仅没有
裁员，还新招了 20余名员工。“我们很
有信心，争取在‘11·11’打个翻身仗。”
公司总经理助理乔邵杰说，从内部管
理系统、产品开发到供应链管理，都在
进行数字化改造，形成大数据库，加快
产品迭代升级。

促全链条创新，成都也正依托“中
国女鞋之都”筹划打造“她妆小镇”，以
鞋业、服装、美妆为基础，优化新场景、
培育新业态、释放新活力。

最近几天，一些新款凉鞋到货了，
李钦在忙着写朋友圈宣传文案；工厂
又来了新的订单，鲜畴秀在忙着盯生
产；黄富豪正四处寻觅直播人才……

（董小红 袁秋岳 李倩薇）

生产线“突围”创新领跑“下一站”

“中国女鞋之都”转型升级之路

近日，陕西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在
全省推行食品生产许可制
度改革工作》的通知，全面
推进食品生产许可制度改
革，对部分低风险食品生
产和低风险食品小作坊生
产实行承诺许可制，营造
更加便利宽松的创业环
境，提升食品生产许可工
作便利化、智能化水平。

通知从“全面推行食
品生产许可制度改革”“适
当调整食品品种类别”“强
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综
合业务平台”“积极主动提
供技术服务”五个方面，对
工作任务进行了规定。在
食品生产许可制度改革
上，通知规定，对部分低风
险食品（食品小作坊）生产
实行承诺许可制，通过明
确承诺许可食品品种类
别，精简许可申请材料，缩
短许可时限，优化延续、变
更和补办程序等手段，方
便群众办事，提高服务质
量。在调整食品品种类别
上，实行食品生产承诺许
可制的蔬菜制品类别中的
食用菌制品不包括“腌渍
食用菌”，水果制品中的水
果制品不包括“果酱”；实
行食品小作坊生产承诺许
可制的蔬菜制品类别中的
食用菌制品不包括“腌渍
食用菌”。其他推行承诺
许可制的食品类别品种不
变。

如何强化监管？通知
要求，许可部门在《食品生
产许可证》《食品小作坊生
产许可证》发放后3个工作
日内，将行政许可或变更、
延续等相关信息推送至负
责日常监管的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监管部门对实行
承诺许可制的企业（或小
作坊）自取得食品生产许
可证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实施检查。首次检查依据《食品、食品添加
剂生产许可现场核查评分记录表》《食品小
作坊生产许可审查记录表》进行。对未通过
核查的食品生产企业或不符合规定条件的
食品小作坊责令停产整改。对存在功能区
间布局、工艺设备布局等与申报不符，且严
重影响食品安全的，应建议发证机关撤销行
政许可并说明理由，发证机关撤销行政许可
并公示。

在提供技术服务方面，办事窗口工作
人员要准确把握改革要求，熟练掌握技术规
范和业务流程，不断提高服务效能；监管部
门要提前介入，采取各种形式，积极主动为
申请承诺许可的企业（小作坊）提供场所布
局、制度建设、产品检验等方面的技术服务，
避免因申请人对食品安全有关标准、审查通
则以及细则掌握不全面、不熟悉，出现盲目
承诺现象。

（邓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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